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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潘云官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最重要的经济合作项目，规划

发展面积按70平方公里考虑，共涉及娄葑、斜塘、跨塘、唯亭、胜浦5个乡镇o。

为了确保开发建设顺利进行，促进园区和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共同繁荣，1994

年园区开发之初，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这5个乡镇，总计253平方公里、

16．47万人口的行政区域，成建制地从苏州市郊区和吴县划归苏州市政府，由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o《苏州工业园区乡镇志丛书》的

5本新镇志和1本道光年间的旧志，详尽记载着这5个乡镇5000多年的沧桑

变迁。随着这套丛书的陆续问世，人们对它们的历史命运，将会有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的了解o+

开发建设7年来，在中、新两国政府和省、市的关心支持下，苏州工业园区

以其宏伟的发展目标、科学的规划布局、创新的运行方式、惊人的发展速度引

起了世人的关注。开发建设以来，园区已累计吸引各类外资项目580个，其中

世界500强企业的项目有41个，合同外资9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2亿美

元。园区经济规模每年都以7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在首期开发区域内，

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先进的产业布局和与国际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投资环境，．

成为国内发展速度最快、整体水平最高的开发区之一。

在配合园区开发建设的大规模动迁中，园区周边5个乡镇都做出了重大

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们也都抓住园区开发的历史机遇，积极主动

地接受辐射带动，为自身的发展打开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之门。实践证明，把周

边乡镇成建制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举措，不仅是·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动，

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这5个乡镇从此掀开了经济、社会空前大发展的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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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7年中园区的周边乡镇发生了5个方面的历史性变化：

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周边乡镇规划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建

设现代化农村小城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州工业园区70平方公里的规划

是以新加坡裕廊镇为样板，以新加坡规划专家为主，中新双方共同编制的，其

规划水平在我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规划界也有一定影响。随着5个乡镇在

行政区域上的划归，其镇域规划也在原有基础上作了全新的调整。苏州工业

园区以国务院关于“在建设工业园区的同时，要引导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调整

结构，适当集中，发展现代化农村小城镇，促进社会经济的共同繁荣”的要求为

总的指导思想，结合园区规划，根据乡镇特点，统一对周边乡镇镇域进行了科

学合理的规划，从而使5个乡镇的规划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发展目标更为明

确，更为科学，镇村布局更为合理，各类用地的分配更为平衡，基础设施和公益

设施的建设标准更高，更为有序。

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激活了周边经济，使周

边乡镇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了快车道。中、新两国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

成功，使娄葑、斜塘、跨塘、唯亭、胜浦这5个昔日“名不见经传”、“养在深闺无

人识”的乡镇声名远扬，并正在日益成为人们竞相投资的热土。园区开发7

年，周边乡镇吸引合同外资1．8亿美元、到账外资0．3亿美元，均远远高于园

区开发前历年的总和。

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为周边乡镇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了

种种条件和机遇。园区的开发是在乡镇企业较多、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较

少的城市郊区展开的。在各项工作中，征地动迁首当其冲，而且相当艰难。在

园区中新合作开发的70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域内，征地面积最多的是斜塘镇，

占其镇域的64％；最少的是唯亭镇，占其镇域的1．2％；而首批涉及动迁的是

娄葑乡，征地面积占其区域面积的31％o在征地动迁的过程中，周边乡镇，顾

全大局，抢抓机遇，变压力为动力，适时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跨度调整。

为解决企业动迁和劳动力安置问题，园区在周边乡镇实施“分区开发”工程。

乡镇企业向各镇的开发分区集中，全面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的状况；乡镇对

40％左右规模小、档次低、效益差的“小微亏”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把60％

左右较好的企业集中起来发展，从而使乡镇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在这

样的基础上，重点开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产品。经过大规

模动迁，各乡镇的农业结构同时也得到优化，适度规模经营单位和多种经营基

地都大幅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也迅速提高。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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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整体上带动了周边乡镇的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等

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乡镇的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园区周边乡镇原有镇

域大多地势低洼、水网交织，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园区中新合作区域“基础设

施先行”，以每平方公里7亿元的投资强度建设道路管网和供水、污水处理、供

气、供热等大型能源厂。各乡镇在从中受益的同时，也积极借势开发，加快与

园区接轨，使自身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在短期内发生根本变化。动迁农民住

宅的集中建设、集中管理和创建卫生城市、植树绿化、改水改厕等活动的蓬勃

开展，更使各乡镇面貌焕然一新。园区还按国家标准，出资为周边乡镇新建、

扩建一批中、小学校。园区5个乡镇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已从1993年的2338

元提高到2000年的6601元。5个乡镇当年为园区的开发建设作出过牺牲，如

今终于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

从更深层次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使周边乡镇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

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视野开阔了，舞台放大了，国际化经营的能力提高了，人

的整体素质实现了新的跨越。最明显的是机遇意识普遍提高。在参与园区开

发建设的实践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抢抓机遇的重要性。在园区的辐射面

前，谁觉悟早、行动快，谁就得益大、收获多，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再就是大

力发展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o．人们普遍感到，无论是集体发展经济，还是个人

谋生就业，受教育程度高低，往往是成功与否的关键。这7年，是园区在周边

乡镇教育固定资产上投资最大的7年，共计投入1．9亿元。三是形象意识大

大增强，家乡从闭塞的小镇到开放的城区，个入从农民到城市居民，形象的交

化总是这巨大变化的第一步。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园区周边乡镇乃至乡镇

居民的形象每时每刻都有新变化，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乡镇可以与

之同日而语的了。

园区周边5个乡镇都有悠久的历史。今天；国际化的园区使这块土地上

的人们世世代代的梦想变成现实，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满目辉煌，前

所未有!此时修志，正其时也1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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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刚毅

虽然出生在苏州城内，却似乎与那片田野有着很深的缘份，一种浓浓的乡

村情结，从小伴随我，一直到如今。

我的老家在盘门内西大街，屋前屋后便都是娄葑公社南园大队的地界，自

小在那里摸爬滚打，沾上了不少土气，邻居和同学中很多也是种田人家。而我

的父亲在1957年下放劳动锻练时也落脚在了南园大队。白天田里劳动，夜晚

还去帮村民扫盲。全家吃饭，就在盘门城边一座破庙里，那是村里的一所公共

食堂。遇到有事，我还陪父亲到带城桥弄的南园大队队部和葑门外石炮头的

公社里去。说是陪，其实是我自已想去开开眼界，因为那时候，还不时兴外出

游览，除了上学读书，就在家里，记得第一次去园林，已经是快升中学了。

苏州这座城市蛮怪的，明明红尘繁华之地，可城里却有着两块硕大的田

野：南园和北园。这都市里的村庄，与那远郊僻壤的乡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据说历史上北园经常种粮食，南园经常种蔬菜。幸亏有了这两块田地，六百多

年前朱元璋围困苏州时张士诚才坚持了十个月。也幸亏了这片田野，后来困

难时期我也在那里挖到了不少野菜，聊以充饥。南园是种蔬菜的，但偶尔也种

些经济作物，印象最深的是薄荷，这种薄荷很特别，茎杆成绞股状。若干年后

读到古籍，方知这n1龙脑薄荷，只出产在南园文庙一带，极其珍贵。

后来搬家到葑门十全街，离开盘门远了，可屋后的田野仍然属于南园大

队，而且离公社所在地也近了，横街上去买菜，见面的都是娄葑入。再后来“文

化大革命”，造反派武斗，殃及全城百姓，为了怕出意外，我一家人便出城去，可

是举目无亲，不知走向何处。又是非亲非故的娄葑人收留了我们，提供粮食和

蔬菜，大约有半年之久，这才平安地度过了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像逃难一样的



·2· 乡情难忘

日子。记得当时出城，只想离开苏州，愈远愈好，心慌意乱地一直跑到黄石桥，

却被人挡住了，说再过去就是斜塘、胜浦了，安全是绝对安全的，可一路上都是

湖荡，没有路可以走，连当年日本人都不敢贸然到里面去。可惜当时没有船，

不能前往，只能作罢。从此斜塘和胜浦那些地方在我的心目中，就无异于世外

桃源，十分神往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1990年我挂职下乡锻炼，终于有机会到了斜塘，期

间也到过胜浦、跨塘和唯亭，对苏州东部那些乡镇才有了真切的感受。那胜浦

的水乡服饰和水乡山歌，那唯亭草鞋山遗址和斜塘张王坟旧迹，那跨塘的娄江

风光等等都令我陶醉。有一次坐船出去，穿行在水乡田野里，屋舍比邻，炊烟

袅袅，鸡犬相闻，那感觉真的是在桃花源里呢o

1994年4月，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在这片水田纵横、湖荡遍野的土地上

启动了。因为有了一层特殊的感情，我便时时过去察看，并拍些照片。短短几

年，就看见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时代虽只跨出了一步，却已经越过了数百年

的工业化时代，而直接踏进了信息化时代，一个新的桃花源正在梦想成真。这

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若非亲眼目睹，实在难以置信。

早在六千多年前，先民们已经在这里耕作生活。六千多年后，人们依旧在

这里耕作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就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形式而

言，似无太大的区别。所以，先前那种田园风光虽然值得人们回味，但无可讳

言，却是一种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如今围绕金鸡湖正在崛起的，却是一个与

人类最新文明相衔接的崭新天地。无疑地，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伟大工程!

随着岁月悄然流逝，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在渐渐消失。或许某一天，娄

葑、斜塘、跨塘、唯亭、胜浦这些乡镇的建置也将不复存在。但因这一部工业园

区乡镇志丛书的出版和旧《元和唯亭志》的再版，苏州东部水乡田野里从古到

今的这段漫长历史，将永远留存。

2001年7月26日



序

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统一安排，1998年3月我镇成立《斜塘镇志》编纂委

员会，设编志办公室，开始编纂《斜塘镇志》。三年多来，编志人员数订纲目，广

征博采，搜古索今，四易志稿。经多方协作努力，今天，约50多万字的《斜塘镇

志》终于如期付梓出版了。在这里，我们代表党委、政府对在编纂《斜塘镇志》

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的有关同志表示感谢。

江泽民总书记说，编纂志书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

的工作。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是1994年5月划入苏州工业园

区后，斜塘镇融进了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之中，发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斜塘镇

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眼前，从传统的农业区域逐步发展成充满现代气

息的苏州工业园区的卫星小城镇。斜塘全镇农村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综

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村环境面貌得到初步整治，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农村精神文明深入开展，社会安定，秩序良好，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依

托，现代化镇、村体系为载体，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斜塘正在

形成。

编纂一部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气息浓厚，地方特色鲜明，并具有一定科学

价值的镇志，如实地记载历史运行的轨迹，弘扬先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挥“资

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盛世给我们的机遇。《斜

塘镇志》展示了数千年逐步形成的斜塘的人文、地理特色，记载了斜塘人民艰

苦创业的历程，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乡土教材。这部志书对于人们了解

斜塘的曲折起伏、兴衰变迁的历史，了解斜塘的风土人情，了解斜塘的投资环

境是十分有益的，也将会进一步鞭策和激励斜塘的干部群众奋发努力、再创辉

煌。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积累的有关斜塘的资料极

乡L



少，很多史料已漫漶无考，加上水平的限制，志书中不免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尚希有关人士给予指正。

鉴往而知今，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创造斜塘新的辉煌而奋斗。

中共苏州工业园区斜塘镇党委书记 华雪兴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镇人民政府镇长 朱坤元

2001年11月



凡 例

一、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斜塘地域

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坚持详今明古的编纂原则。上限不定，对需要溯源的内容尽力上溯，

下限讫于1999年底，大事记记载至2000年底，个别图照下延至2001年。

三、所记地域范围以今斜塘乡(镇)行政辖区为主，对其历史变化亦作必要

的记述。

四、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纵横结合的编纂方法，分编、章、节、目四个

层次。

五、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专志为主体。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

六、资料得自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等，经核实后整理编入，根据需要注明

出处。数据源于各有关部门的档案。因历年统计报表繁简不一，统计范围时

有变化及动迁等原因，故个别数据截止年限也有先后。

七、立传以本籍已故人物为主，流寓或终于斜塘而有一定影响者，酌情收

录，排列以卒年为序。有业绩的在世人物，以“以事系人”的方法散见有关志

中。

八、年代的表述，解放前用朝代或民国年号，其后括弧内注明公历年份，解

放后用公历纪年。文中所用“解放前99／a‘解放后”，是以1949年4月27日苏州

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99．66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为界。用“年代”所表示的时间，特指20世纪的某个10年，如，80年代指

20世纪80年代o“今99 U现”指志之下限1999年。

九、志文中有关斜塘的称谓，1956年2月以前称斜塘地区，1956年3月至

1957年2月称斜塘乡(中乡)，1957年3月至1958年9月24日，称斜塘乡(大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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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1958年9月25日至1983年7月称斜塘人民公社，1983年8月至1994年5

月6日，称斜塘乡，1994年5月7日至今称斜塘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